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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自“人民城市人民
建”倡议提出以来，上海财经大
学商学院积极响应，通过一系
列富有成效的举措，将这一理念
深植于教学、科研和社会志愿服
务之中，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体验，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
献了智慧和力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将
继续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不断创
新教育模式，强化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努力培养
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创新能力
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以“劳”促“全”提高学生素养
深化多维实践育人
近年来，上财商学院通过组

织学生志愿服务进博会论坛、
ESG 全球领导者大会等大型活
动，联动校友资源走进华为上海
研究所、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等企
业，为理论联系实际、第二课堂
教学等需求提供对接平台，在践
行经济匡时校训精神的同时，让
学生切身体悟到“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中蕴含的
多维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每年暑假，上财商学院

师生深入乡村，开展“千村调查”
实地调研。这是上海财经大学
开创式的“1+7”劳动教育新体
系，旨在通过多元化的劳动实践
活动，围绕课堂教学、课外实践、
志愿服务、科技创新、创新创业、
社会调查和国际交流等七个维
度，让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专业学
习紧密连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深度融合。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
书记魏航表示，上财商学院始终
坚持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理念融入到立德树
人工作中。学院积极打造“走
进·中国式现代化”“整合实践”

“千企调查”等项目载体，通过劳
动实践和志愿服务让学生在接
触和服务人民群众中切身体验
和感悟“为人民”的社会责任和
增强对“人民城市”的理解和归

属感；同时，通过搭建产学研融
合的实践平台，让学生将专业知
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
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创新和
实践，感受“人民城市”建设的进
程，了解自身在其中的角色与贡
献。“在劳动教育中注重培养学
生的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使其
在今后的生活和职业中，始终铭
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魏航书
记表示，“整体上，上财商学院通
过五育并举的培养模式，帮助学
生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建设
者，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福祉作出贡献。”

打造“走进”系列品牌
培养匡时新人才

如何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和师生近距离体验新质生产
力？如何培养更多学子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感
知新征程？近年来，上财商学院
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坚定强国志
向，以实现产教融合实践育人为
目标，以优势共享、人才共育、品
牌共建，不断深化建设多维度、
深层次、高水平的校企交流合作
平台，积极融入鲜明财经特色的
中国式现代化卓越财经人才培
养新格局。这也是商学院落实
上海财经大学融合式党建2.0的
创新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匡时商才”
实践育人系列、“名企行”产学研
大国智造系列、“走进·中国式现
代化”系列……这一系列的“走
进”产教融合品牌活动，如今已
形成了全新的上财商学品牌。
从走访中国商飞、上海外高桥造
船有限公司，到融合体验华为、
腾讯云、上海超算中心、字节跳

动等企业，上财商学院希望通
过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实践教育基地”“德育大讲堂”
等校企联建等平台，带领师生
深入感悟高端制造的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坚守
精神，感受数智时代的快速变革
和新质生产力对中国产业链龙
头的“带动作用”和创新驱动的

“引擎作用”。
自“人民城市人民建”提出五

年来，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成长
机会，也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
素质的专业人才，成为“人民城市
人民建”理念的生动实践者和积
极推广者。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化，未来上财商学院将继续探
索更多有效的育人途径，助力每
一位学子成长为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历经20余年创新创
业教育探索与实践，上海理工大
学基于学校工科特色和行业背景
优势，构建了“课训赛创产”人才
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供坚实人才支撑。前不久举办的
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总决赛中，上海理工大学参赛团
队取得2金4银的成绩，在金奖数
量、获奖数量上取得了新突破。
源源不断为行业培养和输送双创
人才的同时，学校也通过实践课
程和创新创业项目引导学生将双
创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环上理创
新街区发展，服务地方经济，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谱写新时
代人民城市新篇章。

构建“双创五大体系”，
切实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实
效性

走进上海理工大学，“首批国
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全
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
地”等多项双创教育成果和荣誉
映入眼帘，让人印象深刻。“我们
立足专业、面向产业、全过程融入
创新创业，探索形成了‘课堂教学
—创新实践—项目培育—创业孵
化’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相结合的
系统化、递进式的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切实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
实效性。”谈及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发展，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张华
娓娓道来。

对此，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李臣学深表赞同。“就像这次中国
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学生们摘
金夺银的背后，是学校为拔尖创
新人才成长成才提供深厚土壤，
并且围绕‘专业-产业-创新创
业’优化双创资源配置，构建‘双
创五大体系’，打造‘课训赛创产
培养模式’所取得成果的最好诠
释和证明。”

推出更小型、更轻便的
产品，力争推广到每家每户

“感谢老师为我们请来了许
多行业内的技术大咖，为我们答
疑解惑，老师还带我们去检测行
业的上市公司实地调研，解决了
我们对技术和行业认知不足的问
题，帮助我们由最初的项目想法，
一步步实现推出产品，到最终产
业化落地。”“微立方”是2024年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项
目之一，回忆夺金的过程，项目负
责人王正杰和成员张佳敏坦言，
学校所提供的不仅有场地支持，
还有资金、政策、创业指导等的陪
伴与帮扶，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庄松林的全程指导，帮助他们最
终实现项目落地。

王正杰介绍说，团队主要基
于对病毒的有效检测和处理，研
发了环境病毒智能感知消杀装
备，实现采集、检测、消杀三位一
体。“团队成员来自光电信息、机

械、计算机等不同专业，大家发挥
各自的专业所长，尝试着合作解
决问题。”随着项目进入软硬件结
合、产业化落地，又有许多会计、
设计以及管理专业的同学加入到
大家庭中，学科交叉，大家通力合
作，对各自的专业也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项目开启以来，团队遇到过
许许多多的困难与挫折，比如实验
阶段，无论是搭建光路，还是荧光
量子点材料的制备，我们常常在实
验室一待便是6、7个小时。”张佳
敏欣喜地表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
人，目前团队累计发表国内发明专
利21项，PCT国际专利5项，SCI论
文26篇，也获得了一系列行业内
专业机构的认定与资质，并与多家
企业和医疗单位达成了战略合
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更多
的产品系列，推出更小型、更轻便

的产品，力争推广到每家每户。”二
人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以实践完善理论，努力
推进光芯片全产业链的完
善和优化

“吉光芯片”项目也是2024年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的金
奖项目之一。负责人石悦言和成
员鲍彦骏、沈田田均来自“院士创
新班”。“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依托重点实验室、院士班平台，
项目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初步助
力光芯片在深紫外探测上的落
地。”石悦言感激地表示，在庄松
林院士、苗玉博士、温小红博士等
老师组成的教师团队指导下，团
队深挖深紫外传感机理，从选择
材料、对材料和结构进行优化创
新，到改进工艺，最终在小尺寸精
准探测深紫外领域实现了新突

破，为地面通信和卫星间通信等
领域提供了新方案。

“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在
学习中成长，在科研中创业，从研
发到成果转化的过程。”让沈田田
印象深刻的是，项目孵化和发展
过程中，大家不但实现了创新、实
践的优异训练，专业主修课程的
成绩也大幅提高。项目进展中，
鲍彦骏主要负责芯片封装测试和
企业对接，这段经历让他感触颇
深。“我们需要持续迭代和创新，
才能在技术和解决方案上保持竞
争力。”他坚定地说。

始终陪伴在学生团队身边
的李臣学深表欣慰，他鼓励同学
们：“创业这颗种子一旦埋下了，
早晚会生根发芽的。”同时他表
示，创业九死一生，过程非常艰
难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唯有脚踏
实地，方能走得更远。

上财商学院“五育并举”培育新时代匡时人才

持续探索创新创业教育 上海理工大学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取得新突破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

上海理工大学参赛团队在2024年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取得2金4银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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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校领导在创新创业中心与师
生进行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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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商学院师生走进上海机场联络线
上财商学院师生走进中国商飞▲


